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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落幕後，193個國家領袖與代表達成
「哥本哈根協議」與將氣溫上升限制在攝氏2度之共識。
各國將在溫室氣體減量目標、減緩行動計畫、資金援助及
技術合作等議題開始進行合作。 

 行政院已成立「節能減碳推動會」，由行政院副院長朱立
倫擔任召集人，將在最短時間內提出全國性的節能減碳計
畫，並設定以「2020年回歸2005年排放基準」作為短期減
碳總量管制目標。 

 國際專業投資機構已將碳排放風險納入企業評估的重點，
並要求全球500大企業揭露二氧化碳排放量，建議企業應
正視碳資產對企業營運的機會與威脅。 

 我國可能受出口貿易影響之產業，未來須透過供應鏈體系
整合的方式，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機制，並逐步落實低碳
產品生產，以符合國際大廠日趨嚴格之產品碳標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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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 

 碳足跡定義： 

可歸屬於個人、組織、事件及產品所衍生之直接與間
接溫室氣體排放量，均可稱之為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碳足跡類型： 
城市碳足跡  企業碳足跡  個人碳足跡  產品碳足跡  

城市因耗用物質與能
源所產生的碳排放量，
常以資源投入與污染
產出分析的方法計算

城市產生的碳排放量。 

企業因生產製造或投
資行為導致碳排放。
常應用ISO 14064-1標
準計算企業貢獻的碳

排放量。 

個人因食、衣、住、
行、育、樂等消費活
動導致的碳排放量。
以個人生活的消費行
為與交通型態為計算
標的。 

紀錄產品在生命週期原
料取得、生產製造、運
輸、消費使用及最終處
置所衍生的碳排放量。
應用PAS 2050標準計算
每單位產品所排放的溫

室氣體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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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 

已開發國家平均個人之碳足跡組成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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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碳足跡 

產品生命週期各階段產生的直接與間接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總和，以重量單位表示如
噸或公斤之二氧化碳當量 

不單只是二氧化“碳“ 

產品=商品或服務 

上游(upstream)&下游(downstream)排放量 

所有輸入(input)：原物料、能源 

所有輸出(output)：產品、廢棄物、空污、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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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查碳足跡之優點 

 了解組織、服務及產品各階段之
碳排放量 

 提升公司產品形象及市場區隔降
低競爭壓力 

 剖析組織與各生命週期階段的排
放量，尋求減量之機會 

 提早進行減量降低減量成本 

 提早因應碳相關管制措施 

 善盡企業社會責(CSR)回應利害
相關團體關切之碳排放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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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的產品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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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溫室氣體排放的計算範圍 

來自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排放量 

 

                

         =              +              +               + 

          

         +               +             +               + 

原物料 使用能源 製造/服務 場地使用 

製造/服務 儲存 使用階段 最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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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的產品碳足跡_使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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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品/服務生命週期評估了解碳排放 

 排行世界第一的網路搜尋引擎「Google」耗電量驚人，美
國哈佛大學物理學家魏斯納葛洛斯(Alex Wissner-Gross)
的最新研究指出，如果利用家中的桌上型電腦來從事
Google搜尋兩次，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幾乎等同於煮
一壺英國茶。魏斯納葛洛斯表示，Google搜尋引擎動用到
世界多個龐大資料中心，消耗許多電力，對環境絕對有影
響。而他估算，每用Google搜尋一次就會產出7克二氧化
碳，而煮一壺英國茶則產出15克。 

 Google則表示該公司向來是提倡電腦節能的先驅，然而依
Google搜尋引擎運作的方式，卻產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Google也瞭解將可能引起非議，所以對替代性能源的發展
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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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co產品碳足跡 

 樂購實行為期兩年的環保計畫，陸
續為該店20種自產商品貼上「碳足
跡」標籤，購買這些商品的消費者
可以一目了然地查看商品從開始加
工到擺上售貨架這一過程中排放的
二氧化碳的量。消費者進入樂購後
可以根據自己的環保理念查看商品
「碳足跡」標籤，採取綠色購物行
為。 

 據悉，這20種商品來自四大類別，
包括清潔劑類、 果汁類、馬鈴薯
類、燈泡類。所列商品包括日用品
和食物，有關電燈泡、筆記本、馬
鈴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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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足跡標示推動的進度各國不同，美國政府積極宣導，沃爾瑪準備五
年內要求所有供應商全部標示碳足跡，將影響各國生產供應鏈。 

 美國世界資源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德勞克爾指出，沃爾瑪要求供應商推
動永續標示生命週期資料，未來消費者將可在商品上掃瞄到產品的排
碳量，並讓消費者打分數，已大量蒐集資料，預定五年之後全面執行，
但五年內會讓供應商全面了解碳足跡標示的重要性。 

 像是是否測量碳排放量、有否訂定減碳排量目標，對材料、資源效益
及對環境整體的衝擊等，都將是未來選擇供應商的優先考量要件。 

 沃爾瑪此一碳標示計畫，要求供應商必須提供產品生命週期及碳足跡，
將影響十萬家供應商，具體帶動碳排減量效果。 

 德勞克爾表示，應讓公民參與碳足跡的計算。透過政府宣導讓公民做
到，可幫助改變消費者的生活習慣，企業也了解碳排量愈高，未來競
爭力會愈弱，企業改善排碳量，才能永續發展，也可降低風險。「民
眾會希望看到碳足跡的標示，根據調查，7成以上消費者明確表示產
品應有標示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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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供應鏈產品
生命週期永續指
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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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掀起企業減碳熱潮，不僅產品要貼上碳標籤，全球
500大企業更合組供應鏈領導聯盟，要求旗下供應商公布
碳排放資料。減碳已成為主流趨勢，更是企業高競爭力的
表現。 

 戴爾（Dell）電腦的台灣各大代工廠，在2007年9月底均
收到戴爾美國總部寄來的一份文件，由總裁麥克．戴爾具
名要求全球供應商，必須統計生產線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與戴爾共同降低1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這個全世界第二大電腦廠商已經宣布，今後將大量投資環
保事業，在2008年底成為全球第一個達到「碳中和」的電
腦生產商與品牌商。即使無法完全避免與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也會以其他方式，例如大量種樹或節能。就在戴爾宣
布「碳中和」目標後，亦將供應商的溫室氣體排放統計資
料具體納入每季對供應商整體表現評核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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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50產品碳足跡盤查標準與指引 

 世界第一份盤查產品碳足跡標準 

 於2008年10月29日由英國標準協會制定 

 另有PAS2050Guide盤查指引可供下載 

15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碳中和定義： 
組織可從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的
結果，藉由執行額外的減碳措施，
減低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假若有
超額的碳排放量，可以碳抵換
（Carbon Offset）方式，達成溫
室氣體零排放之目標。 

 碳中和標準： 
英國標準協會(BSI)已於2010年5
月21日發布碳中和證明規範
（specification for the 
demonstr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簡稱PAS 2060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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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跡標準 

產品碳足跡(PAS2050) 組織碳足跡(ISO14064-1) 

SCOP2 
SCOP1 

SCOP3 

依國家碳標示之要求進行宣告 

滿足客戶或消費者碳產品宣告之要求 

配合國家總量管制或交易體系之要求 

進行減量進行抵換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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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2050產品碳足跡相關標準 

 Carbon 

 ISO14064-1/2 

PAS2050/ISO14067(Draft)/TS-Q0010 

PAS2060(Carbon Neutrality Draft) 

 LCA 

 ISO14040/44(LCA) 

 ISO14025(第三類宣告) 

 Energy 

EN16001/ISO50001(Energ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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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之碳標示 

英國 美國 

泰國 韓國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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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碳信託機構之碳標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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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碳足跡 

計算準則 

設計碳標示 

Logo 

產品類別規則 

PCR 

環保署 

電子、民生產品 

示範案例 
碳足跡計算 

研提碳足跡 

查驗指引 

碳足跡查證 產品碳標示 

委託民間機構辦理碳標示核發 第三者查證機構 PCR審議委員會 

籌組 

提送PCR 

有PCR的計算 

申請 

規劃碳標示 

查驗制度 

申請 查證聲明 核發 

若無PCR，根
據準則規範之
基本程序計算 

資料來源：環保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盤查成果發表會」（2009） 

環保署推動“產品碳足跡”認證 
 環保署推動產品碳足跡的重點為： 

依國際標準規範之精神，制定我國產品碳足跡計算準則； 

制定產品碳足跡查驗指引，確保產品碳足跡數值之正確性 

規劃產品碳標籤制度，鼓勵推廣廠商在產品上標示碳足跡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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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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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碳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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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產品碳足跡的現況與發展 

 英國PAS2050標準(2011) 

 日本TSQ0010-產品碳足跡
評估與標示之一般原則
(2009) 

 德國PCF盤查標準(2008) 

 WRI/WBCSD：Product 
GHG Protocal(2010年底出
版) 

 國內環保署碳足跡計算準則 

 ISO/TS 14067:2013 產品碳
足跡-量化和溝通的要求和
指引(已於2013.5.21公告為
技術規範) 

 英國Carbon Label標準
(2008) 

 日本PCF標示(2009) 

 德國PCF標示(2008) 

 國內環保署碳標章制度 

盤查方法論之發展 產品碳標示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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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標示規範之發展 

 PAS2050僅為碳盤查標準，標章之使用仍
依據標章制度規範要求，如UK Carbon 

Label亦另外有規範要求必須遵守。 

產品碳足跡盤查 

產品碳足跡溝通 

各國之碳標示亦有不同之碳盤查標準要求 

我國目前已開始執行相關碳標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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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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